
、————一√ u——一u

二三j～j一。二一：一!‘二!=妾：：二

二～j，．二～’：：。、_、1二二oo二+?C一：二：。、：～、二：。S

j二。j兰：立毫二二二王j—i二二：．二==蠹：

．一照，．筵露照瓤擎麓鼋



第七卷
1一 n⋯ · ●

量。aUna 0t Insects in

Fujian Province of China V01．7

黄邦侃主编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福建昆虫志》编辑委员会

主任：吴城

副主任：尤民生张广学陈则生

主编：黄邦侃

副主编：尤民生赵景玮黄复生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福建省)尤民生王敦清齐石成

汪家社林乃铨林光国

黄建黄邦侃黄金水

(中科院)刘友樵陈一心杨星科

谭娟杰

刘长明刘依华李友恭李运帷余春仁

林庆源罗肖南范青海赵士熙赵景玮

张广学周红章黄大卫黄复生黄春梅



序

吴 城

福建境内山川密布，北有武夷山，西南梅花山。东部太姥山，中贯戴云山。昆虫种类纷

繁，生物复杂多样。武夷山生物资源的富庶闻名于天下。

福建省昆虫标本的外流，大约始自本世纪的20年代，迄于20世纪40年代，以流向美国、

德国为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福建省昆虫学事业在农、林、医方面开始蓬勃发展。

福建省科委一直重视生物资源考察，在陆维特同志主持省科委工作期间，就曾为此费尽

心力。在20世纪70年代(1975～1977年)开展了全省性的生物资源调查；1979年国务院批

准建立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79年起开展了大规模的武夷山综合科学考察。并筹建了

武夷山生物研究所}省内外昆虫学工作者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出版了省内外生物学者共

同创作的《生物世界之窗》；1981年，赵修复教授的《福建省昆虫名录》问世。几乎同时，由

福建省科委扶持、赵修复教授主编的《武夷科学》学报开始出版，为生物科学研究提供了一

个重要的创作园地；1987年，福建省昆虫学会会刊《福建昆虫通讯》创刊。同时，福建与台

湾昆虫学术界积极开展闽台地区间的昆虫学术交流活动。海峡两岸昆虫学者来往频繁，或访

同昆虫学会作专题报告，或在福州举行两岸昆虫学术交流会。此外，阉台两岸学者频繁在亚

太地区或国际昆虫学术讨论会上作专题会晤，参加会晤的台湾教授专家学者有邱瑞珍、张保

信、陶家驹、贡谷绅、严奉琰、朱耀沂、杨平世等。

1992年，福建省昆虫学会受华东地区六省一市昆虫学会的委托，在福建省科委的支持下，

创办了《华东昆虫学报》(黄邦侃教授主编)。编委会的组成除了华东六省一市的学者外，还

陆续邀请台湾省的昆虫学者为编委。因此该刊物也成为两岸学术交流的媒介之一。武夷山综

合科学考察始于20世纪5。年代，予70年代末告一段落，80年代继续考察，并不断补点考察。

1987--一1990年福建省科委又部署了闽西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昆虫科学考察工作，这是

福建省又一次规模庞大的科学考察。此外，1990～1991年由中科院研究人员为主的考察队对

将乐县龙栖山自然保护区进行科学考察。

20世纪80年代初，由福建省林业厅部署，进行了全省性的森林病虫普查工作；80年代

末还进行了森林植物检疫对象的疫情普查。

为了总结阶段成果，保护生态环境，在全省持续进行农、林、牧、医害虫的综合治理，也

为全国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素材，福建省科委、科考队及昆虫学会组织编纂福建昆虫志书。此

项工作酝酿10年有余：20世纪80年代初就讨论议定了有关事宜，以后陆续向各地作者发出

了若干通知和要求；及至1994年末和1995年初，才重整旗鼓，以福建省科委为领导，福建

省科考队(昆虫学会)、福建省林业厅、中国科学院3家合作，开展了实质性的编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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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多来，在科技界、出版界和全国各地一百多位专家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编纂工作顺

利进行。我们高兴地看到《福建昆虫志》即将分卷出版面世，本人参与此项工作始末，心情

格外兴奋，乐于为序。

1998年3月

序作者吴城同志于1998年起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常委、环境委员会主任，此前任福建省科学技术委员

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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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 百

福建省是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个省份。福建省在动物地理区系划分上，位于东洋区的北端

东边，接近古北区南缘。就气候带而言，则居于北、中亚热带和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全省

境内山J{{密布，有世界驰名的武夷山横亘于北，梅花山耸峙西南，东有太姥山，中贯戴云山。

生态环境复杂多样，昆虫种类纷繁。被誉为众多生物新种模式产地和基因库的武夷山，历来

为国内外生物学者、昆虫分类区系学者和采集家所向往。

福建省昆虫学的发轫，大约始于20世纪的20年代，当时一批闽籍学者负笈涉洋，攻读

虫学。此时，福建的协和大学生物学系已有昆虫学论文发表。20世纪40年代初创办福建省立

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当时福建省农业院校中有农作物病虫害课程，昆虫区系调查设有邵武

工作站。与此同时，福建省研究院也有昆虫课题的设置。早期在福建从事昆虫学工作的有马

骏超、林琏瑞、[美]kellogg、严家显、李凤荪、周明胖、郑庆端、唐仲璋诸前辈，接着有赵

修复、林伯欣、黄至溥，以及一度在闽治学的张慎勤、张蕴华、李景星、易希陶、汪仲毅，郑

天熙、胡少波、孙少轩诸学者。他们在教学或科研部门，都为早期福建省培育昆虫学人材和

繁荣昆虫学事业，付出了辛勤的劳动。1944年，福建省立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毕业的黄大文、

贡谷绅、邱瑞珍，郑炳宗等皆从事昆虫学研究，后来他们分赴北京、西北和台湾，对祖国昆

虫学事业颇多建树。后来者更是人才辈出。

抗战期间，在闽北邵武首创“邵武昆虫学会”。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昆虫学会福州分

会成立(后改为福建省昆虫学会)f福建农学院设置植物保护学系和植保专业；福建省农业技

术机构设有植物病虫害防治所(后来为福建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福建省和武夷山昆虫资源的考察，大约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当时的福建协和大学生

物系就曾有昆虫标本寄往美国。1937～1938年德国人Ktapperich在武夷山挂墩一带采集昆虫

标本16万号。这些标本大多数经外国学者研究鉴定，发表了许多新种。于是，福建省武夷山

昆虫种类丰富开始闻名于世。

近40年来，福建省昆虫科学研究在农、拣、医等方面郝取得谗多成果。其中，值得特剐

提出的是：始于2D世纪50年代的武夷山科学考察；1974年，在福建省科委的组织领导下，开

展的福建省生物资源调查；1975,--,1977年开展的福建省昆虫资源调查。1979年6月，还在武

夷山自然保护区举行了两度科学考察盛会。会后编纂有《生物世界之窗》。

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是许多生物工作者的共同心愿。20世纪70年代，福建林业科

学工作者曾向国家提出建议，建立武夷山自然保护区，著名的昆虫学家赵修复教授是建立武

夷山官然保护区的积极倡议者。国务院子1979年7月3 g正式批准，将福建武夷山自然保护

区列为国家重点保护区。借此契机，福建省组织了历时lo年的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

(1979～1990年)。在此期间．福建省政府批准建立了福建省武夷山生物研究所。1981年创办

《武夷科学》学报(赵修复教授主编>，20世纪80年代以来，福建省的昆虫学事业兴旺发达：

福建省昆虫学会会刊《福建昆虫通讯》于1987年5月17日(庆贺赵修复教授七秩华诞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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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50周年之日)创刊；1980～1982年进行了全省森林病虫普查I 1986"-'1988年进行了全省

森林植物检疫对象疫情普查；20世纪80年代初，在福建省科委领导下，福建省昆虫科学考察

队、福建省林业厅与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建立合作关系，筹备编纂福建昆虫志书，1987年，

福建省科委又部署了闽西梅花山的科考工作，历时3年。20世纪90年代初，另一次规模较大

的科学考察，是1990,'-,1991年以中国科学院的人员为主的将乐县龙栖山自然保护区的科学考

察。至此，已完成《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科学考察报告集》、《梅花山昆虫》(油印本)、《龙栖山

动物》等专著的编纂。此外，于1994""1995年和1996年还分别对武夷山和梅花山进行了补

点考察。

继1990年9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昆虫学研讨会”之后，1991年8月在福州举行的以大

陆和台湾昆虫学家为主的“海峡两岸昆虫学研讨会”，以及1992年8月在福建农学院举行的

“两岸闽农校友昆虫学研讨会”，推动了国际问和闽台地区之间昆虫学的合作与交流。福建省

昆虫学会受华东地区各省(市)昆虫学会的委托，于1992年创办《华东昆虫学报》(黄邦侃

教授主编)，在福建省科委和福建农业大学的大力支持下，已经出版6卷，为促进华东地区和

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以及全国昆虫学科的繁荣，做了应尽的一份工作。

概略地回顾福建省昆虫学科的发展历程，是为了激励斗志，继往开来，迈开大步，推动

福建省昆虫学事业的蓬勃发展。

福建省武夷山、梅花山、龙栖山等自然保护区和全省的昆虫资源科学考察还将继续I农、

林、牧、医害虫的综合治理，有益昆虫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

的工作，还需要作深入的研究。《福建昆虫志》的编纂，是福建省昆虫学事业的一项基础工程，

希望它的出版对昆虫学的普及与提高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福建昆虫志》虽酝酿十多年，但直

至1994年底才重整旗鼓，在全国各地专家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现在同读者见面了。

《福建昆虫志》分9卷出版。由于时间紧迫，对于目科的排序及数量未尽合理如意，有待

日后继续整理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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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节叶蜂科

二十／＼、膜翅目HYMENOPTERA

膜翅目包括蜂、蚁类昆虫。除少数类群(如叶蜂科)为害虫外。绝大多数都是天敌昆虫

和传粉昆虫，在农林生产和害虫生物防治上具有重要意义。全世界已知约12万种，中国已知

2300余种，是昆虫纲中的大目之一。全变态。

头部：头部明显，正面观横形，有时几乎成球形，有一细颈，活动自如。触角雄性发达，

多为13节，雌性较短，多为12节，少数种类6～8节。形状有丝状、膝状、棒状、念珠状、

栉齿状等。复眼1对，较发达。单眼3个，位于头顶，多呈三角形排列，也有缺如和退化的。

口器多为咀嚼式，各组成部分的形态构造及下颚须和下唇须的节数、形状、长短常作为分类

特征。蜜蜂总科的口器为嚼吸式，下颚、下唇延长成喙，用以采食花蜜。

胸部：包括前、’申、后胸，在细腰和针尾亚目还包括并胸腹节。前胸一般较小，有的前

胸前缘明显锋锐，有的前缘消失。中胸背板分中胸盾片和几个小盾片。前翅基部上方有肩板，

前胸背板是否与肩板接触是分类的重要特征。盾片有的平整无沟缝，有的则有1对完整或部

分消失的纵沟，有的中部下陷成槽或隆起。小盾片一般呈圆形、三角形、卵圆形或舌形。有

的还有l对纵沟。后胸很小。并胸腹节是由腹部第1节并入胸部所形成。许多种类(细腰亚

目)腹部第2节缢缩成细柄状，称为腹柄或腰。

翅2对，膜质，前翅远比后翅大，少数种类翅退化或变短。前翅前缘通常有翅痣，其形

状多有变化。多数种类翅脉较复杂，纵脉多愈合或变形，并与横脉囤成若干翅室。翅脉在分

类中有重要位置。

胸足3对，多数寄生蜂的转节为2节；有的前足腿节膨大，如肿腿蜂科；有的后足腿节

特别膨大，如小蜂科的种类；蜜蜂总科的后足则特化成携粉是。跗节2"--5节，末端具瓜1对。

腹部：通常10节，少的只可见3～4节。细腰亚目的第1腹节并入胸部形成并胸腹节，第

2节通常很小，或呈柄状。雌蜂第7、8节腹板变形，形成产卵器并极度特化，适于锯、钻孔

和穿刺，同时有产卵、蜇刺、杀死、麻痹及保存活的寄主食物的功能。产卵器形状有长针状、

短锥状，有的自腹末伸出，有的从腹末前方腹面伸出，有的只作为防御器官而已失去产卵功

能。雄性外生殖器由第7、8腹节腹板及生殖节组成，生殖节主要包括生殖基节、阳茎、阳茎

腹铗及生殖刺突等，部分隐藏于体内，一般种阊变异很大，是种类鉴别的重要特征。

广腰亚目Symphyta

本亚目包括所有比较原始的膜翅目昆虫。其特征为：成蜂胸腹部相接面很宽，腹部1、2

节间无明显收缩现象。无高度特化的习性和本能，产卵管适于锯或钻，除寄生树蜂属0硝ss甜s

外，无寄生性。后胸背板上(除茎蜂科外)有淡膜叶，为静止时固定翅膀之用。足的腿节基

部分割，似为另一转节；前足胫节通常具2个端距，但茎蜂科和某些树蜂总科种类有时其中

较小的一个端距缺如。后翅常有3个闭锁的基室。幼虫头部发达，体节13节，胸足3对，腹

足6对以上；胸足跗节及爪愈合成为一节，腹足无趾钩，有1对单眼；通常小颚须4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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唇须3节，气门着生于前胸及腹部1"--'8节上；树蜂属、扇角树蜂属及茎蜂科的幼虫具后胸气

门，但其他科属幼虫的后胸气门仅余痕迹或完全缺如。

叶蜂总科Tenthredinoidea

长节叶蜂科Xyelidae

萧刚柔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保护研究所>

成蜂触角第3节长，鞭节细小若端丝。前胸背板后缘几乎呈一直线。产卵管中等或很长。

脉序在膜翅目中最接近理想脉序，前翅Rs一般分叉。幼虫腹部每节有1对腹足。分布于全北

区，南至墨西哥。全世界已知约75种，分2亚科、5属。福建仅知长节叶蜂属2种。

长节叶蜂属Xyela Dalman

全世界已知29种。福建已知2种。

28．1细角长节叶蜂Xyela exilicornis Maa

雄蜂体长约23ram}淡褐黄色；唇基和唇基上缝、触角窝间中央短带、触角沟、头顶沟近

中央带、头顶区稍暗，多少带褐色；胸和腹背面暗褐色；盾片、小盾片、淡膜叶、后胸小盾

片色稍淡；翅基片白黄色；翅透明；翅脉及翅痣淡黄色；毛短细，黄色。刻点较密，很细小；

头、胸背面极少发亮。头背面观横亚方形，后缘几乎呈截形；下颚须第3节长约为尖端3节

长的1．5倍。唇基中间脊起；唇基及唇基上缝线、触角沟、头顶沟后半部明显；头顶区向前

分开；POL t OOL：OCL=1：2．2 t 1．7，触角细长，几乎与身体等长，1～3节和端丝相对长

比约为2．3 l 1 l 6．4 t 11．7，3～5节长比约为3；1 I 1．06，端丝很长而细，例如第4节长约

为宽的6倍；前翅M脉与Rs脉间仅有极小空隙，1M室呈五角形，长极少大于宽；lr脉比翅

痣最大宽的一半短(约1 t 2．8)。下生殖板后端较狭而圆。

雌蜂未知。

分布：福建(邵武)。

28．2中华长节叶蜂Xyela sinicola Maa

雌蜂体长2．5ram，褐黄色；内眼眶与侧单眼之间具一新月形黑带；头顶中间黑；胸部背

面及腹部背面多少带黑色I翅透明；翅脉及翅痣黄色；柔毛短疏，褐黄色。头宽与触角第2和

第3节长相等l脸光滑，近中间具少数细刻点i触角沟短，中窝不明显，触角窝间距与触角

眼距约相等，唇基具脊，无刻点(放大35X)；上颚粗壮，尖端锐，具2个齿I颊短；头顶微

隆起#00L约为POL的2倍，但明显短于OCL；单眼后区不太明显；触角第3节长约为第

1节长的2．5倍，但明显短于第4～7节，第4节长约等于第5节长。胸部光滑，翅痣间距较

头狭，前翅翅脉与X．豇lii Breb．相似，但Rs。室外缘较长；1Rs及2Rs室较细，明显长过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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痣；M脉长不及Rs+M脉的2／3；后翅臀叶发达；腋切浅；后胫节端距瘦；端前距极少长过

于胫节直径；腹部很光滑；锯鞘侧扁，缓向端部弯曲，约等于胸腹长之和。

雄蜂体长2．6mm；颜色及构造很像雌蜂，但触角及头顶沟较发达；下生殖板后端较宽圆。

分布：福建(邵武)、浙江。

扁叶蜂科Pamphiliidae

萧刚柔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保护研究所)

成蜂身体较大；产卵管短；脉序原始；前翅sc脉游离。幼虫无腹足，有时群聚生活，且

常生活于丝网或卷叶中。腮扁叶蜂亚科昆虫以针叶树针叶为食；扁叶蜂亚科昆虫以阔叶树及

灌木叶为食。此科有许多重要害虫f有时对林木造成严重灾害。分布于欧亚及北美。本科全

世界已知约300种，分2亚科、6属。福建已知4属6种。

阿扁叶蜂属Acantholyda Costa

本属已知50种以上，分布于欧亚及北美。福建已知2种。

28．3异耦阿扁叶蜂Acantholyda dimorpha Maa(图28—1)

雌蜂体长15"-16mm。触角黄褐色，尖端几节黑色；头部(单眼黑色)、胸部、腹部背板

第1～5节红黄色；腹部背板第6(除前缘)～

10节、腹板第5节后缘至第8节黑色；翅黄色

透明，翅脉黄褐色(前端黑色部分翅脉除外)；

翅痣基部黑色与其下一黑褐色斑相连，此斑仅

达1r；前翅2r、2r—m、2m—CU脉前端，后翅前

端约I／4翅长黑褐色；足红黄色。唇基前缘两

侧凹入较深，中央稍凹入；前幕骨陷较深；中

窝卵圆形，颇深；横缝、冠缝、侧缝明显。头

部刻点细浅，中胸前盾片光滑，盾片后背面刻

点较粗密，小盾片刻点稀少，前侧片刻点密而

粗浅。头、前胸背板密具红黄色细毛。无后颊

脊。复单眼距；后单眼距；单眼后头距(00L：

POL l 0CL)=1．01：0．47 l 1．29。触角33～

34节。

C

图28—1异耦阿扁叶蜂Acantholyda dimorpha Maa

A．雌头部色斑B。雄头部色斑C．阳茎瓣

雄蜂体长11mm。身体黑色。触角基部黑色，端部黑褐色，中间金黄色。头部约自额脊前、

口器、淡膜叶、足、腹部背板2"-'5侧缘黄色；翅基部黄色，前端约2／5翅长烟黑色，具紫色

光泽；翅痣基部黑，端部黄与之相连黑褐色斑向下分布微过lr。OOL。POL：OCL=0．78：

0．42：1．16。触角33节。

寄主：马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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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福建(将乐)、浙江、江西、湖南。

28．4黄缘阿扁叶蜂Acantholyda flavomarginata Maa(图28—2)

雌蜂体长约14ram。触角28"-'31节；触角、头部、胸部、腹部第1节背板黑色，具绿色

金属光泽；约有23％个体腹部第2～7节背板全为红黄色，9％个体红黄色中央为黑色，68％

个体仅侧缘为红黄色；头部色斑变异较大，通常唇基、触角侧区、内眼眶及其上部、颚眼距、

颊、侧缝上长形纹均黄色；中胸前盾片、翅基片黄色I足黑色。基节、腿节偶具黄斑；腹部

腹板第2,-．-6节大多全为黄色，翅透明，翅脉黑

色，翅痣黑色前端中央黄色。头部及中胸盾片刻

点粗密，腹部无刻点。

雄蜂体长约10mm。触角23---一27节，暗褐

色，柄节背面黑色；头、胸、腹三部黑色；头、

胸部具绿色金属光泽，腹部具蓝色金属光泽；头

部色斑较多变异，有时触角窝间具叉状黄斑，眼

眶周围黄色，侧缝、颊无黄纹，头部色斑见图

B，中胸前盾片、翅基片黑色；翅痣黑色，足暗

黄色，腿节背面黑色；腹部背板侧缘黄色部分

很细小，腹板第3"--6节后缘黄色。头部、中胸

盾片刻点较粗密。其余特征同雌蜂。

寄主：马尾松。

分布：福建(建阳)、江西、湖南、广西。

C

B

图28-2 黄缘阿扁叶蜂Acantholyda

flavomarglnata Maa

A．雌头部色斑B．雄头部色斑C．阳茎瓣

华扁叶蜂属Chinolyda Benes

28．5鞭角华扁叶蜂Chinolyda flagellicornis(F．Smith)(图28—3)

异名：鞭角扁叶蜂Cephalcia flagellicornis(F．Smith)

雌蜂体长11～14ram。身体红褐

色；头部色斑见图28—3B；上颚尖端、触

角鞭节两端、中窝两旁及单眼区、中胸

基腹片、中胸前侧片全部或一部分黑

色。足红褐色。翅半透明黄色，前翅端

部约]／3翅长烟褐色；翅痣基部黄色，

端部黑褐色；翅脉暗黄色，前端约1／3

翅长翅脉黑褐色；顶角有凸饰如韧革。

唇基中央部分隆起，向前突出；两侧凹

入，向中央倾斜；额脊近锥形；前幕骨

陷深。无中窝；横缝、冠缝、侧缝明显；

触焦鞭节扁而粗；眼后头部不收缩。头

顶及眼上区刻点小而稀，横过单眼区

D

C

A

图28—3鞭角华扁叶蜂Chinolyda flagelllcornls(F．Smith)

A．右上颚B．雌头部色斑C．雄头部色斑D．阳茎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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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眼间刻粗、密，触角侧区下部无刻点，唇基刻点粗疏。头部毛稀短，前胸背板毛较多而长。

有后颊脊；00L。POL l OCL=2．3：1：2．‘9。触角28"--33节。

雄蜂体长9～1lmm，除颈片一部分或全部、前胸基腹片、中胸前盾片、中胸盾片前部为

黑色外，其余色泽同雌虫。头部刻点较粗、深。00L l POL t OCL=1．9：I：2．3。触角30

(28)"32节。头部色斑见图C。其余构造同雌蜂。

寄主：柏木、柳杉。

分布：福建(邵武)、浙江、湖北、四川。

纽扁叶蜂属Neurotoma Konow

分布于全北区。已知约10种；福建已知1种。

28．6瘦额纽扁叶蜂Neurotomo sulcifrons Maa

雌蜂体长约10mm。身体黑色发亮，腹部具绿金属色调；上颚(尖端红色)、唇基、唇基

上区(前中区)、额斑点(小而不明显，与每一中眼眶后端接近)、前胸背板后缘、小盾片

(后2／3)、翅基片、后胸背板上隆起横带均为白黄色；须褐色；触角柄节尖端褐色；淡膜叶纯

黑；翅透明，前端1／3微带灰色；翅脉褐黑色；前翅1A脉基部白黄色；翅痣亮黑；足黑，具

光泽；后基节黄色；后转节(内面具一黑斑)、所有转节端、膝、胫节(第1、2节基部1／3，

第3节基部2／3)黄色；前胫节(尖端2／3)、前跗节及所有胫节刺、胫节距和跗节爪红褐色；

中胫节(尖端2／3)和中及后跗节纯褐色；后胫节尖端1／3黑，但最尖端红色。腹部背板第5～

6节侧面褐黄色，背板第6节褐黄色更宽；腹板第4．-一6节后部具暗褐色斑点。毛细短，褐色。

头及胸背面刻点不明显，但唇基前缘、唇基上区后部、盾片凹陷部、小盾片后面倾斜部具少

数粗浅刻点；胸部侧板和腹板具深、中等大小、分布均匀的刻点，刻点间距明显大于刻点直

径；中胸后侧片隐晦地具纹状颗粒；腹部背面具细微皱纹，腹面光滑，具细疏刻点。头部背

面呈横四方形，眼后头部稍收缩；下颚须末节约为倒数第2节的1．5倍；唇基及唇基上区隆

起，唇基上区微脊起；额区具浅而明显的触角沟；眼后区侧面各具一发达的边脊；头顶区微

隆起，前面微分开；侧沟不太明显；00L，POL。OCL=1．6。1。2．2；颚眼距中段呈直线形，

几乎被切断；触角21节，约与头、胸长之和相等，1～4节之比约为3，1 t 4．8 s 1．5；柄节

明显比其尖端宽长；前翅sc：脉隐晦不明；后腿节短；后基跗节较其后3跗节之和略长(约9

l 8)。

分布：福建(建阳)。

扁叶蜂属Pamphilius Latreille

本属已知约45种，分布于欧亚及北美。福建已知2种。

28．7近方扁叶蜂Pamphilius subguadrata Maa(图28—4)

雌蜂体长12ram。身体黄色，具光泽。前幕骨陷、触角沟上部约2／3沟长、单眼区、横缝、

侧缝、头顶侧面及前面大部分、颈、中胸后胸除小盾片、足基节除尖端、腹部背板第1节、背

板第6节除前缘、背板第7节及8节、腹板第6节除后缘中部均为黑色。触角柄节、梗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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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黄色；鞭节黑褐色。翅黄色透明；翅脉基

部黄褐色，端部暗褐色；翅痣黑褐色，基部

黄色。唇基中央脊起，两侧凹陷，前缘宽

圆；中窝椭圆形，深；中单眼后脊、横缝、

侧缝明显，冠缝细小；头顶及其两侧头部

有暗色斑纹，排列成有规则的图案。颚眼

距刚毛区无刚毛。唇基前端刻点细疏，中

胸盾片刻点更细疏，中胸前侧片几乎无刻

点。OOL l POL l 0CL=2．6 l 1：3．1。触

角通常27节，第1节l第3节。第4+5

节=0．50，0．52 l 0．37。头部色斑见图

C

Z8—4A。 囝28-4近方扁叶蜂Pamphiliu8 subguadrata Maa

雄蜂体长10ram。前幕骨陷黄色f触A．雌头部色斑B．雄头部色斑C．下生殖板

角沟及两眼间横过中单眼以后头部、颈、胸部除小盾片、腹部背板第1及2节、腹板第7节、

第8节除前缘均为黑色。颚眼距刚毛区具一刚毛。唇基前缘高度隆起。OOL；POL：OCL----

2．3 I 1 t 2．1。触角27"-'28节，第1节l第3节。第4+5节一1：1．3：1．1。腹板第7节后

面深深凹入。其余特征同雌蜂。

分布：福建(建阳、武夷山)。

28．8王氏扁叶蜂Pamphilius wongi Maa(图28—5)

雌蜂体长11～13mm。身体红黄色，具光泽；头部色斑见图

28—5。前幕骨陷、触角沟、单眼周围、横缝、侧缝、中胸前盾片

前部、中胸盾片前侧面均黑色。触角第4～14节、中胸前盾片后

部、中胸小盾片、后背板、后胸小盾片均为黄白色。触角基部红

黄色，中部黄色，端部黑褐色。翅淡黄色，透明；翅脉黑褐色；

翅痣基部黄褐色，端部黑色。足红黄色。颚眼距刚毛区不明显；

唇基前缘宽圆，两侧凹下，中央有尖锐脊起；额中央微脊起；中

窝短狭；触角沟深；横缝、侧缝深而明显，冠缝细浅；单眼盆呈

三角形，中单眼后脊明显。唇基前端及颈片侧面刻点细疏、中胸

盾片及中胸前侧片刻点细稀。OOL。POL。OCL一2．3：1：

2．3。触角25节。

分布：福建(武夷山、邵武、建阳)。

松叶蜂科Diprionidae

图28—5 王氏扁叶蜂

Pamphiliu8 wongi Maa

雌头部色斑

萧刚柔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保护研究所)

成蜂粗壮，飞行缓慢；触角多于9节，锯齿状或栉齿状，第3节不长。前翅无2r脉；后

翅具Rs及M室；胫节无端前刺；前胫节距简单，无变化。幼虫为害针叶树针叶或蛀食球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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